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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陵县城西北部，与红军标语博物馆并

排矗立的一幢古建筑就是“洣泉书院”。

洣泉书院矗立在一个约两米高的平台上，

两根约六米高的巨大木柱支撑起三孔宽而阔

大的门廊，廊柱上悬挂着一副对联：“莫叹山城

书院小；缘仪楚地圣贤多。”廊柱上方分别横牵

着两重六块曲拱形的横梁，以牵连两根廊柱和

东西墙壁，并支撑屋面的瓦桁。屋面东西两侧

三重山墙高耸。东西厢房外墙上的木窗之上，

镶嵌着白壁青瓦覆盖的窗檐。从远处抬头一看

见这幢房屋的外相，就知道这是一幢很有年岁

的古建筑，值得进去探访一番。再抬头细看廊

柱里面的大门门额，上面的匾额上四个谷箩大

的正楷字——“洣泉书院”便抢入眼帘，令人顿

生仰慕之情。

沿着门前呈梯形布局的十五级台阶上去，

进门廊，跨过一尺多高的花岗石门槛，进入门

内前廊。迎面是一个天井，左右两棵桂花树的

枝叶已经高高伸出了天井的屋檐了，阳光从叶

隙间筛落下来，随风而动荡。桂花树下是鹅卵

石铺砌的天井地面，走过将近两丈进深的天

井，前面又是一道九级的台阶，台阶的平台上

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厅堂，前门屏风嵌于青色砖

墙之上，两旁门框上悬挂的对联道：“宋黄龙，

明烈山，清洣泉，芳名雅颂，乾转坤旋，万代宗

师绳祖武；圣科第，贤政要，仁勋业，俊彩星驰，

龙飞凤舞，千秋悫士裕后昆。”基本上说明了书

院的历史和办学宗旨。

登阶进入大堂，两支堂柱巍然耸立于堂

中央，宽阔的大堂上可以摆放四十张现代课

桌 ，而 两 柱 当 中 空 间 摆 放 的 却 是 四 面 长 条

桌，上面摆着两盏马灯——这是仿照 1928 年

4 月 20 日夜晚，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等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营以上军官

的军事战备会的形势而布置的。这一天毛泽

东率领这支部队，奉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到

湘南支援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发

动湘南暴动，闻讯朱德已经率部往井冈山方

向 撤 退 了 ，毛 泽 东 于 是 迅 速 率 部 返 回 井 冈

山。到达酃县县城的时候，毛泽东得到消息，

尾追朱德部队的茶陵清乡团和挨户团两个

团 的 兵 力 在 罗 定 的 率 领 下 ，正 向 酃 县 扑 过

来 ，想 要 在 酃 县 境 内 阻 遏 朱 德 部 队 上 井 冈

山。形势非常紧迫，毛泽东和张子清、何挺颖

连夜召开连营以上军事干部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决定就在酃县县城西门外的接龙桥峡

谷设伏进行阻击，以掩护朱德的部队顺利上

井冈山。

第二天上午，部队在接龙桥西侧峡谷的两

面山坡上设下埋伏。中午时分，罗定的清乡团

前锋进入峡谷，战斗打响。工农革命军在张子

清的临阵指挥下，连续打退了他们十次进攻。

傍晚的时候，张子清派出的特务连翻过峡谷北

面的天河仙，绕到清乡团的背后发起攻击，张

子清在正面同时发起冲锋，两面夹击，终于把

罗定的两个团打出了酃县边界，部队才连夜撤

出酃县城，奔回井冈山茅坪——这是把当年书

院做讲堂的大堂，按照后来的历史事件，改做

了红色文化纪念地。

这个讲学大堂也叫“魁星阁”，门额上悬挂

着“魁星点斗”的匾额，这是清道光年间大清翰

林孔继勋在此讲学时题写的，寄托他希望就读

于洣泉书院的学子们都能学有所成，金榜题

名。没有了先生讲学的讲台，也没有了学子静

坐听讲的席位，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当年书院教

学的情境。但是，静静地走进魁星阁，只要你凝

神静听，门外窸窸窣窣的桂叶触碰声之中，仿

佛还可以隐约听见“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之类的诵读之声。你凝神静思之际，缓缓

迈出步子，跨过大堂的后门门槛，看见廊道两

侧的两个小天井当中，兰叶出盆，荷花朝檐，阳

光从飞檐斜瓦间倾泻下来，照耀着一团两团的

明媚，你会想到老先生一手端着一把紫砂壶，

一手卷握着一卷经书，凝眸静坐在荷兰之前的

太师椅上，悠哉游哉地一边倾听着弟子们的诵

读声，一边等候着弟子们前来问学——那又该

是一种怎样的意境哦！

廊道与前廊从东西两侧延伸过来的走廊

相连接，在后堂前形成一个环抱的延伸。后堂

曾经是安厝孔夫子立像的“敬堂”，也叫“大成

殿”，门楹有对联：“苦读诗有责；豪饮酒无榷。”

是清道光五年（1825）酃县知县沈道宽留下的

墨迹。因为时代的因素，殿堂内孔夫子不见了，

那里树立着一尊毛泽东主席的白色石膏立像。

立像前的西厢房曾经是毛泽东三次进入酃县

城（1928 年 3 月、4 月、6 月）的住房，东厢房则

是何挺颖（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

代表，毛泽东任师长）的住房。后堂照壁的两侧

各有一道侧门通往后院的天井和后厢房。二十

年前，炎陵县纪念馆的馆长刘少云老先生就在

后院的天井回廊上摆上案台和文房四宝，书写

书法楹联，也装裱楹联书法作品。著名金石书

法家李立老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篆字“耕不尽乐

无边”书法作品，就是请他帮我装裱的，一分钱

工本费都不肯收呢。

洣泉书院大堂东西廊道间各有五间小偏

房，西偏房是学子们的宿舍，毗邻西院的厨房

和卫生间，现在正在筹建布置“书院文化陈列

室”。东偏房则与后穿廊相连，再以穿廊为中

轴，南北廊道环抱两个狭长的小天井，形成一

个规整的“中”字。环廊四周各个相对的是二十

间“考房”。“考房”是真正的“斗室”，廊前窗台

下可以摆放一张三四尺长的小条桌，条桌旁边

是可以容一个人进出的房门。房门一关，考生

端坐在桌前要完成一天或者两天、三天的“乡

试”考试，吃饭和大小便都有专人相送（饭菜和

便桶），考桌后的空间不大，摆不下一张单人

床。考生进入“考房”之后，便在这么狭窄的天

地之间思接今古、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策论治

国修身之道……就是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自

宋以降，酃县（今炎陵）从这里走出了进士 11

人、举人 43人、贡生 374人。

酃县的书院发端于宋嘉定年间，距今已有

八百余年，是为台山书院。继宋代台山书院之

后，明代酃县人谭如春在县城城南创建天香书

院。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县张瑶在县城

西北创建黄龙书院，并将县府所收纳的官田上

的租金、赋税，用作书院师生的灯油费和报酬。

张瑶离任后，黄龙书院被改作育婴堂，还被用

作防汛署，书院名存实亡。

乾隆十八年（1753）县里士人请求县令卢

九云恢复黄龙书院，卢表示支持，但是，还没

动工就离任了。第二年，周仕魁继任县令，拜

孔庙后讲学，问及书院情况，便捐出俸禄倡导

重建书院。经十八个月庀材鸠工建成，取名为

“烈山书院”。书院分三进：第一进为“挹奎”

阁，第二进为“讲堂”，第三进为“圣殿”。殿左

右为掌教书室，两翼为诸生斋舍，稍西为侯

祠，祠西为文昌殿，殿上有楼，殿右为庖室、守

院宅。院下建有围墙，东西两方开有二门，分

别叫做“兴贤门”和“育才门”，围墙外挂有“斗

南书院”匾额。

嘉庆二年（1797），知县赵宗文增修斋舍。

并捐田六十五亩四分给书院，还将文昌祠的会

田五十亩、孔庙的“圣诞会”田三十亩全部拨给

书院，作师生束脩膏火、月课奖赏和修缮之用。

根据洣水发源县南根索岭（今耕熟岭），“自东

南流入西北，潆洄澄澈，环带一邑”，更书院名

为“洣泉书院”，寄寓“学者诚能如泉之涓涓不

息，则百川学海，无不可至，吾于诸生有厚望

焉。”

道光五年（1825），知县沈道宽因洣泉书院

“在城之西北隅，后逼女墙，旁无余地，湫隘卑

陋，不足以容学徒”之故，在北城外校场上改扩

建一书院，取名“酃湖书院”，得屋“六十二楹”。

同治二年（1863），因酃湖书院损坏，士子

学业荒废，邑绅万典璋捐钱四十余万，拆酃湖

书院旧材，在洣泉书院旧地拓展地皮，历时两

年多，重建洣泉书院。书院规制迄今保留。

1970 年，酃县人民政府拨专款整修如旧，

并在左侧新建陈列室 4间，作“毛泽东在酃县革

命活动陈列馆”。

这样看过来，洣泉书院也是历经沧桑和周

折才保全至今的。公费私费捐献不断，修缮不

绝，真可谓见贤思齐，慷慨兴学。虽然今天洣泉

书院已经不具备现代教育的教学功能了，但它

的建筑形制、办学理念、教学方式等等，仍然可

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加上它在井冈山革命斗争

时期烙下的红色印记，它必然会在历史的深处

熠熠生辉，光芒永烁。

秋日水仙湖
姜满珍

水光潋滟水仙湖，湖光山色入画来。

经世文创部落·水仙湖在渌口区南洲镇

早竹村，是集紫禁书院、康养民宿、亲子研学

等于一体的大型文旅休闲基地。

坐上观光车穿行在“天蓝蓝，湖蓝蓝”水

天一色的空间里，在湖的一角依然生长着如

夏天般水灵的荷花，亭亭玉立在丰沛的湖水

里，让我想起王昌龄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

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

人来”的意境。的确让人惊艳不已，已是仲秋，

其他水田里的荷花早成残荷，难道仅一山之

隔的水仙湖这里气候确实宜人些？

踏访一栋栋民宿，旁边居然有一棵桃树

开花了，喜欢植物的我忙向创始人邹总打听，

“为何现在桃花就开了？”她说，这个时节桃花

开肯定是被水仙湖的美景迷晕了。我在想“十

月小阳春”还没到啊，在水仙湖水量仍然充沛

的季节，空气中的水分和地底下的养分滋润

了周围的植物，让它们仿佛又回到了阳春三

月，不知不觉又开花了，犹如“人间四月芳菲

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境界。

看，人工培育的盆景工艺，紫薇花艺术地

长成了花瓶式的模样，四处可见。粉红色、大

红色的三角梅开得正旺，热情似火地欢迎着

各方游客。

房子周围用竹条当篱笆，大门都是用竹

条和树木编制而成，听邹总说她自己非常喜

欢竹木的原生态，一直追求“宁可食无肉，不

可居无竹”的优雅。五十有余的邹总说起话来

干脆利索，言谈举止中溢出平时勤奋好学的

品性。

目前水仙湖初步成熟的项目有：桨板、皮

划艇、游船三个水上休闲项目；星空营地，可

在大自然里享受惬意的生活；轰趴驿站，供大

人小孩娱乐；农事体验，有亲子农事、时令果

蔬体验采摘；民宿价位不一，有奢华一点的，

也有适用一点的。说起水仙湖的鱼，大家边吃

边赞美：好吃，太好吃了。连汤水都不剩，还说

下次来了还要继续吃鱼。为啥这么好吃，缘于

这个水仙湖是由原来的老跃进水库打造而

成，水库很多年不曾干涸，加之邹总一直请了

员工“杀草”投喂。

交谈中得知邹总儿子是“海归”，在多个

国家学习过，一脸憨厚结实的小伙子，看上去

就是干事的人。

在我们回程的途中，四只来自浙江秀洲

的“友谊天使”黑天鹅在湖中浅水处嬉戏，时

而引颈曲歌，时而耳鬓厮磨，让人好不艳羡

……这么美的仙境，下次我还会与友人如约

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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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之“茶”，意指何物？有人认为，茶陵之

“茶”可以是茶花的“茶”，甚至提出把茶花列为

茶陵县的县花。有人认为，茶陵之“茶”可以是

油茶的“茶”，油茶历来是茶陵县的支柱产业。

然而，也有人认为，茶陵之“茶”既不是绚丽夺

目的“花”，也不是芳香扑鼻的“果”，在炎帝神

农氏发现“茶”之前，茶陵之“茶”只是莽莽林海

中毫不起眼的一片树叶——“茶叶”。

（一）

中华民族一直流传着“神农尝百草”、以茶

解毒的故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

从中华始祖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开端发源的。

《上下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年 1 月第

1 版）共三百七十二篇，第一篇是《盘古开天

地》，第二篇就是《神农尝百草》。

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记，“茶之

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意思就是说，

茶作为饮料，起始于神农氏，然后由西周初年

周公旦在《尔雅》里作了文字记载而为大家所

熟知。显然，在陆羽这位“茶圣”的眼中，饮茶始

于神农时代，炎帝神农氏就是“中华茶祖”是不

容辩驳的事实。

陆羽不但推崇“茶祖”神农，也关注着茶陵

“茶”的一些情况。《茶经·七之事》记载：“《茶陵

图经》：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意思是

说：茶陵之所以称为茶陵，是因为茶陵的高山

深谷间，生长着很多很多的茶树。《茶经·八之

出》记载，衡州茶主要分布在衡山县和茶陵县

（唐朝时期，茶陵县属衡州管辖）的山谷里。

南宋史学家罗泌（1131-1189，吉州庐陵

人，今江西省吉安县人）曾经游历茶陵，实地考

察了炎帝神农的一些史实。罗泌在《路史·炎帝

纪》中记载，神农“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

陵。”意思是说，炎帝神农驾崩以后，安葬在长

沙茶陵（秦汉时期，茶陵县属长沙郡管辖）。此

后，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载：“昔炎

帝葬于茶山之野。”

那么，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所说的“茶

山”、罗泌所说的“茶乡”，到底是指茶陵的哪座

山和哪些地方呢？

《茶陵州志》记载：“景阳山在州东，接江西

吉安、永新界。一名茶山。”意思是说“茶山”也

就是茶陵境东南的“景阳山”。

“茶山”因“陵谷多生茶茗”而得名，“茶乡”

又因茶山、茶水而得名。“茶水”又名“东江”，发

源于茶山山脉的五佛岭。茶水流经秩堂、高陇、

火田、潞水、腰陂等地，汇集雩江、芙江、贝江、

七地江、腰陂江、尧水、珍武江等诸多支流之

水，从东江口汇入洣水。“茶乡”既是茶陵的古

称和雅称，有时也是对茶水流域的特称。

（二）

茶陵历来就有产茶、贩茶的传统。清嘉庆

年间出版的《茶陵州志》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

年（1162），茶陵年产茶达二十万斤；茶陵茶品

质较高，被士大夫视为茶中珍品。

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陵诗

派宗主李东阳，曾经在《茶陵竹枝词·其六》中

写过“贩茶”：

侬饷蒸藜郎插田，劝郎休上贩茶船。

郎在田中暮相见，郎乘船去是何年。

把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我做

好饭菜送到田间，你还在眼前躬身插田；我劝

你不要乘船远行，不要去贩卖茶叶。你安心在

家作田，我们还可以朝夕相见；如果你乘船贩

茶去了，我们再要见面，不晓得又要等到哪月

哪年。

茶陵历来保留着茶为饮品、茶为药用、茶

为灵物的风俗习惯。在茶陵，家里来了客人，敬

上一杯热茶。饭桌上，摆着一杯香茶。田间地

头，带上一壶凉茶。外出旅行，必备一瓶浓茶。

邻里聚会，更是喜欢喝上几碗香喷喷、热腾腾

的尧水芝麻茶。茶陵方言把小食、点心称为“换

茶”，意思是一边喝茶，一边吃点心，茶和点心

轮换着吃。

茶陵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离不开

茶。婴儿生下来就用茶叶水洗浴，用捣碎的茶

叶末贴敷肚脐。男婚女嫁时，把过彩礼叫做“过

茶”。做寿时，要“打茶”。伤风感冒了，用苏叶茶

发汗治疗。即使人死了，还要用茶叶水沐尸，用

盐、茶、米、谷、豆随葬。

（三）

茶陵是最早发现茶、利用茶的地方之一，

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茶叶消

费国和茶叶出口国。当然，“茶”之所以能够成

为中国的国饮，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茶

叶”的丝绸之路，不仅得益于炎帝神农发现了

茶，不仅得益于陆羽著作了《茶经》，更凝聚了

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茶农、茶商、茶人的智慧

和汗水。

1978 年，茶陵县种茶一万三千多亩，产茶

六百八十吨，被确定为全国一百个茶叶生产基

地县之一。

2006年，洣江茶场的“洣江翠芽”获全国名

优绿茶评比“金奖”。2013 年，茶陵洣江茶业有

限公司选送的“炎陵牌”洣江金针红茶，在第五

届湖南茶业博览会茶祖神农杯名优茶评比中，

获得“金奖”。2015年，“茶祖·三湘红”在意大利

世博会上斩获“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

2018 年 11 月 19 日，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

会暨首届茶祖文化节茶人寻根大典，在中华茶

祖文化园谒祖广场隆重举行。

中华茶祖文化园坐落在茶陵县城——云

阳山东门。园区包括谒祖圣道、中华茗品苑、中

华茶史苑、中华茶技苑、茶祖印象广场、茶人广

场、茶圣（陆羽）广场、谒祖广场、茶祖纪念馆和

天琴湖湖滨景观区。

茶祖神农雕像是中华茶祖文化园的标志

性工程，造价两千多万元。茶祖神农雕像的主

像高七十二尺，寓意炎帝神农氏“日遇七十二

毒，得茶而解之”。底座高三十六尺，寓意三十

六天罡（天罡即北斗七星的斗柄，古人以北斗

七星观天象，择时种茶）。正方形底座边长五十

六尺，寓意炎帝神农氏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

始祖。茶祖神农的脸部由一块重达十八吨的整

石雕刻而成。在茶陵云阳山的蓝天白云、绿水

青山之中，中华始祖暨中华茶祖──炎帝神农

氏永远是那样慈祥庄严、栩栩如生。

茶陵县以茶陵红茶为主导产业，以茶叶、

茶艺、茶文化、茶旅融合为发展目标，培育壮大

了茶祖印象、洣江茶业、虎源生态、万樟园林、

龙灿生态、景阳山茶业、康成庄园、润兴和生

态、中茶贡茶、金飞生态等茶产业规模企业。

2023 年，茶陵县有茶叶基地面积十五万亩，成

功入选“第四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创建名单。

茶陵，与“茶”有关的那些事儿
刘忠平

▲茶陵县城内的中华茶祖文化园

涓涓洣泉润书香 ——话说炎陵洣泉书院 黄建林

洣泉书院外景▶


